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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三多塘”到“清官亭”

在清官亭公园内，矗立着一块碑，上书

《重修清官亭记》，记录着清官亭修建历史。

追溯清官亭名称由来与建造始末，方能知其

不但与昭通古城引水溉田密切相关，更是历

任昭通地方官员为民谋福祉的惠民工程代表。

清嘉庆十三年（1808 年），陕西三原举

人王禹甸到恩安县（今昭通市）任知县。因

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恩安县当时已是一座工商

繁华的城市。据史料记载：“在昔昭城，商

业繁盛，厂务发达，称银用秤。滇铜蜀盐，

车马交骈。秦楚赣粤，工贾群进。苏松梭布，

填塞路径。百货云集，任人贩运。”王禹甸

没想到，恩安县人口数万，但城里仅有 2 个

容量不大的水塘，便从城郊大龙洞引水储存，

供居民炊饮濯洗之用。由于存量有限，遇到

天旱少雨时，城内用水告急，百姓叫苦不迭。

了解详情后，王禹甸带头捐资并倡导绅

商集资，于城北选址兴建大蓄水池一个，供

城区使用。为确保工程质量，王禹甸殚精竭虑、

不遗余力。主修工程告竣，王禹甸为之取名“三

多塘”，意为“看多、做多、商量多也”。

清嘉庆十四年（1809 年），欧阳道瀛继

沿昭通古城北正街到公园路，便可到达当地群众最熟悉的清官亭公园。坐落于园内的清官

亭原名“三多塘”，始建于清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。200多年间，清官亭历经多次修缮和改扩建，

成为昭通市地标性建筑，既是群众休闲娱乐的文化公园，也是倡导廉洁、寓教于民的重要场所。

2003 年，清官亭成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清官亭里话清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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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禹甸雕像及清官亭


